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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生機會，教與學就有最大的成長與回饋 

很高興能獲得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優良教師獎，指導學生參加科展已十餘年，

帶領學生探索科學及激發研究熱忱，一路走

來始終如一。回想過程的種種艱辛歷歷在目，

學生在研究學習歷程中有驚奇、挫折、失望

及突破的喜悅，其中最大的感想就是『給學

生機會，教與學就有最大的成長與回饋』。 

國小階段的自然與數學課程內容較偏

向淺論，課文僅作學理簡要介紹，所以研究

時需適時補充學生更多的課程知識及課外文獻理論等，才能讓研究活動順利推展。

帶領研究實驗的過程中學生即會懂得練習查閱參考資料、學習自己作實驗、記錄、

分析、寫報告、並利用電腦轉成電子報告、海報及準備口試報告等。最後舉行現

場發表，進而獲得自我成就感，若能獲獎就是對自我最大的肯定。過程的種種就

是最好的學習，最重要是可以學習到科學家的研究態度、團隊精神、獨立思考能

力、動手操作及驗證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科展之路辛苦，但看到學生成長、潛能發揮，是最大的欣慰 

金門地區地理位置特殊，地處接近大陸廈門，亦是這因素所以每年金門及馬

祖地區的學校會受大陸方面邀請參加中國的「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此等同於

我們台灣的「中小學科學展覽大賽」，經過三級的賽事(

國賽)。金門地區每年參賽成績都不差，最重要是可以讓學生有出國參賽及學習

對岸長處的機會。參展的過程中讓我們瞭解及比較了台灣科學展覽大賽與大陸青

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發展特點。賽程方面，台灣較重視研究過程、方法及實驗合理

性的呈現，而大陸更重視結果性、運用性及創新性。在學生方面，台灣學生表現

較活潑，大陸學生則在基礎學科及理論上更為扎實，且學習動機極為強烈。綜合

來看，各有優缺點，但的確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例如：比賽場地的規

劃、學生口試的反應及敬業態度等。 

要在有限時間內，教學、行政工作兩頭燒，還要兼顧額外科學研究，科展之

路一路走來固然辛苦，但是與學生一起努力過程中，看到學生的成長、潛能發揮，

最後知識內化，這就是最大的欣慰了。 

最後要感謝新竹縣吳聲淼校長的指導及推展，讓我開啟了對科展指導的興趣，

 
第 32 屆福建省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榮獲大會一等獎 



感謝新竹縣十興國小、松林國小、石磊國小、新豐國小全體老師的全力推行，更

要感謝金門縣金湖國小校長及全體同仁大力支持，讓我們的科學教育更上層樓。 

 

 

第 49 屆全國科展~~~榮獲大會獎第三名 

 

 

 

 

 

第 45 屆全國科展~~~榮獲大會獎最佳(鄉土)教材獎 

 

 

 


